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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wireless sensor network,WSN)在实际应用中网络拓扑易失效和传感器节点易故障的瓶颈问题,
提出了一种基于分簇的分布式容错算法。 算法协同运用节点能耗和路径损耗模型进行能耗控制,并通过簇首(cluster head,
CH)竞选模型,将传感器网络内的节点分为节点级和 CH 级,首先在节点级,通过与邻居节点进行数据聚合比较和自身状态

感知,可以诊断节点内的硬件组件故障;另外,在 CH 级,通过与簇内节点的信息交互,则可以对节点进行故障检测和故障恢

复。 仿真结果表明,与同类型经典算法相比,分布式容错算法在检测精度、故障节点容错率、能量消耗和节点生存率等方面

具有一定优势。
关键词:无线传感器网络;分布式容错;簇首;硬件故障;故障恢复

中图分类号:TP393. 04　 　 文献标识码:B

Research on Distributed Fault Tolerant Algorithm Based on WSN

LIU Yang 1,WANG Jun 1,2∗,WU Yun-peng 1

(1.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zhou Jiangsu 215009,China;
2. Changchun Institute of Optics,Fine Mechanics and Phys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angchun Jilin 130033,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bottleneck problem of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ireless sensor network,WSN)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network topology failure and sensor node failure,a distributed fault-tolerant algorithm based
on clustering is proposed. The algorithm uses the nod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path loss models to control energy
consumption,and uses the cluster head (cluster head,CH) election model to divide the nodes in the sensor network
into node-level and CH-level. The node performs data aggregation and comparison and its own state awareness,which
can diagnose hardware component failures in the node; in addition, at the CH level,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with the nodes in the cluster,the node can be fault detected and recover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lassic algorithms of the same type,the distributed fault-tolerant algorithm has certain advan-
tages in detection accuracy,fault-tolerant rate of faulty nodes,energy consumption and node survival rate.
KEYWORDS: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 Distributed fault - tolerance; Cluster head; Hardware failure;
Failure recovery

1　 引言

WSN 是由大量具有感知和通信能力的低功耗节点组成

的多跳自组织网络,其通常部署在一些人迹罕至的恶劣环境

中,这就要求 WSN 具备一定的容错能力以应对极端环境所

导致的各类故障[1] 。 一般影响 WSN 性能的故障分为硬故障

和软故障,硬故障主要是节点自身组件损坏或电源能量不足

等因素造成的,而软故障主要是节点采集传输数据的误差率

太大,不能得到准确的观测值[2] 。 而如何设计可靠的容错机

制,实现 WSN 数据传输的高效准确,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当前,国内外大多数解决方案都是从实践上研究容错机

制,在文献[3]中,Somaye 等人设计了一种基于 WSN 的容错

和节能聚类算法(fault tolerance and energy clustering,FTEC),
FTEC 算法折中考虑了能耗和容错这两个矛盾因素,在具体

容错过程中,该算法依据一定规则划分有效簇,并对 CH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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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导致的故障提出了相应的自愈恢复策略,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 WSN 的容错性能,不过该算法没有考虑实际算法开销以

及数据传输时延,只能在特定环境下应用;文献[4]中,Chal-
houb 等人提出了一种以机器学习技术为核心的容错框架,对
不同故障类型的传感器进行检测与跟踪,以便能够快速进行

自愈操作,但是该系统没有考虑机器学习模型需要遍历所有

节点,此方案会产生大量额外的通信开销,不适用于大规模

网络;文献[5]中,Menaria 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 Petri 网的分

布式模型进行 WSN 容错,该方案通过邻居节点感知信息的

时空相关性来检测节点故障,能在物理层上极大的容忍硬件

故障,然而该算法没有考虑负载平衡的解决方案,随着网络

节点数的增加,算法效率会逐渐降低,不能满足多节点网络

需求;文献[6]里,蒋和徐等人基于不相交路径设计了一种路

由容错系统,通过色彩空间分离技术搭建节点间的数据路由

路径,避免了节点路由路径的缠绕问题,大大增强了数据传

输稳定性,但是其不能完全克服随机路径选择过程中的网络

故障,实用性稍差,难以大规模推广。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分簇的分布式容错

算法(distributed fault-tolerant algorithm,DFTA),通过故障检

测、故障分类和故障恢复进行容错机制设计,首先监视系统

是否存在任何不当行为(故障检测),之后分析收集的数据并

对网络进行故障分类,最后使用建议的恢复算法在 CH 级别

上进行恢复操作,并且利用该算法克服能量损失和硬件故

障,延长了 WSN 内节点的生命周期。

2　 网络与节点模型

2.1　 网络模型与假设

如图 1 所示,假设有 N 个初始能量相同的静态传感器节

点随机分布在一个二维区域内,它们分组成簇并自己选定

CH,簇内的传感器节点根据自己的传输半径以多跳的方式

相互连接,各个簇内的节点通过各自 CH 能够互相通信,最
终将来自所有簇的聚合消息都传输至基站,用以进一步处理

信息[7] 。 设所有节点初始状态正常,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

ID 号,结构、功能和传输半径均一致,并以固定的速率感知

来自环境的数据,健康的节点可以将自己感测到的数据交换

到邻居节点上,且周期性地将自己处理过的数据和广播信息

传输给 CH 节点,通过同步通信,CH 在一个固定的时间间隔

内接收所有节点的数据和广播消息用以保持网络状态,并且

CH 具有数据检查和汇聚节点的属性功能。
2.2　 节点能耗模型

DFTA 算法设计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延长整个 WSN 的工

作寿命,所以需要以节点能量耗尽所经历时间为最大时间建

模,所以本算法在 Heinzelman 等人提出的能耗模型上做了一

些改进,在 WSN 数据传输能量消耗上仅针对数据传输和数

据接收,令电池能量损耗为 0,其能耗方程式如式 ( 1)
所示[8-10] 。

图 1　 WSN 分簇网络模型

Ec = E0 - (ET × Tt)　 (0 ≤ t ≤ tmax)

Ej = Ec - (ER × tR)　 (0 ≤ t ≤ tmax)

El = 0

■

■

■

||

||

(1)

式(1)中,Ec为传输 1 比特数据后的剩余能量,单位为焦耳

(J),E0为每个节点的初始能量,ET代表一定时间内传输 1 比

特数据所消耗的能量,Tt为传输时间,单位为微秒(μs),Ej为

接收到 1 比特数据后的剩余能量,ER是接收 1 比特数据所消

耗的能量,tR代表接收时间,El为电池的能量所示,本模型中

假设电池为理想状态,不考虑其损耗,并设定所有传输路径

具有相同的负载。
2.3　 路径损耗模型

为了进一步降低网络内能量损耗,本文算法基于自由空

间路径损耗模型做了一些改进,DFTA 中,路径损耗( path
loss,PL)与距离成正比,其路径损耗模型如式(2)所示。

PL = PT / PR 　 βdn (2)
式(2)中,PT代表传输功率,PR代表接收功率,d 为相邻节点

之间的距离,n 表示相邻节点间的路径数量,β 为路径衰减系

数,取值在(0,1)之间由人为定义。 在该模型中,当无线电信

号从发射机传播出去时,电信号的功率会根据从发射机经过

的距离而减小,也就是其损耗取决于无线电发射和接收的功

率,并与其成正比关系,而两个节点( xi,yi)和( x j,y j)之间的

距离 dij = (x j-xi) 2+(y j-yi) 2 ,最终依据此模型控制每条链

路中的路径损耗,且达到降低能耗的目的[11] 。
2.4　 CH 竞选模型

在实现算法之前,需要对 WSN 内节点进行分簇和竞选

CH 的处理,首先任意传感器节点 i 在其通信范围内广播一

条包含其能量、位置和编号的消息,为了减少网络内节点的

整体能量消耗,控制参加竞选的节点数量,在该模型内设置

一个竞选能量阈值 T,如果节点能量大于该阈值则可以参加

CH 竞选,反之则不行[12] 。 每一轮中,符合条件的节点计算

其 CH 竞争半径(radius of competition,RC)的大小,并综合考

虑节点剩余能量和与基站(base station,BS)的距离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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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公式如式(3)所示

RC = c
di

dmax
+ (1 - c)

Eci

E0

■

■
||

■

■
|| Rmax (3)

式(3)中,di表示第 i 个节点到 BS 的距离;dmax是任意节点到

BS 的最大距离;Rmax代表自定义的最大竞争半径,其单位都

是米;Eci为当前竞选节点 i 的剩余能量;c 为竞争系数,取值

为 0 到 1 之间的常数。 针对本文大规模网络的应用背景,考
虑节点能量与距离因素对 RC的影响,将 Rmax的取值定为 80-
100m,c 取值为 0. 65,当 di≅dmax,Eci≅E0时,节点 i 的 CH 竞

争半径最大,其 CH 竞选成功率也达最高。

3　 分布式容错算法

提出的算法是通过故障检测、故障分类和故障恢复来实

现 WSN 节点的物理层故障,属于自愈技术的范畴,在 DFTA
算法中,网络内的每个节点通过周期性的广播消息向 CH 节

点表示其运行状态,CH 再根据簇内节点状态进行下一步动

作,该算法共分为部署、故障检测和故障恢复这三个阶段。
3.1　 部署阶段

在部署阶段中,主要包含两个状态,分别为设置状态和

稳态状态,DFTA 算法路由协议是基于 LEACH 的概念,其路

由协议的时间栈如图 2 所示。

图 2　 部署阶段路由协议时间栈

在设置状态时,应用 CH 竞选模型选择合适的节点成为

CH,每一轮中,选定的 CH 节点向簇内所有节点广播一条广

告消息,通知所有节点更新状态消息,在接受到该消息之后,
所有非 CH 节点确定自己所在簇,并开始进入工作状态。

在稳态状态时,各个簇中的节点开始感知消息,并将感

知到的数据与自身邻居节点进行聚合比较,然后在规定的时

间间隔内将感测到的信息传输给各自 CH,最后经由 CH 汇

总数据信息传输至 BS[13] 。 由于 CH 过多通信需要消耗大量

能量,所以每一轮都必须重新竞选 CH 节点,延长网络内节

点的生存寿命。
3.2　 故障检测阶段

本阶段主要是在 CH 级别和节点级别上进行故障诊断

与检测。 在节点级,传感器节点定时发送和接收来自邻居节

点的所有数据,时间设置为 300μs,之后节点使用处理器将自

身的采集数据与邻居数据进行对比,以此来诊断各个传感器

节点;当关闭收发机电路时,传感器节点进入睡眠状态,时间

设定为 299μs。 在 CH 级,CH 节点接收簇内各节点收集的聚

合数据,并使用式(4)对簇内节点进行综合评估。
e( t) = x( t) - αy( t)(0 ≤ t ≤ tmax) (4)

式(4)中,e( t)为信息差分向量,x( t)为邻居节点在一个周期

t 内感知到的数据信息值,α 为差分因子,y( t)表示传感器节

点在周期 t 内感知到的信息值,通过计算 x( t)与 y( t)之间的

向量差来对节点进行评估[14] 。 CH 从接收到的数据筛选发

送方标识符,以识别哪些传感器节点能够成功发送数据,在
周期 t 内无法向 CH 发送广播消息的节点则被标识为故障节

点,成功的对节点状态进行检测。
3.3　 故障恢复阶段

本阶段为 DFTA 算法最重要的一环,主要是在节点级别

和 CH 级别上联合处理传感器节点的硬件故障。 当传感器

节点没有在周期 t 内感知到环境信息,则会被检测为“感知

错误”,CH 将其声明为业务节点;若传感器节点在一个周期

时间 t 内都没有从其邻居们接收到任何数据,其会被检测为

“接收故障”,CH 会将其声明为仅感测节点,它只感知环境

信息发送给 CH,而不从其邻居接收任何数据[15] 。
当节点电池能量大于预设置的休眠阈值时,CH 会将其

标识为活动节点,随着节点能量达到一个阈值极限时,该节

点会保留接收到的信息并向 CH 发送一条休眠通知消息,宣
告自己为休眠节点,CH 反馈消息并移除该节点,使用其它节

点来替代其工作,至此网络重新进入活动模式,新的节点开

始向 CH 广播消息,CH 节点反过来将该节点添加到网络中

用以更新拓扑;若故障节点未得到 CH 反馈,它将一直保持

睡眠状态,CH 重新选择路由路径并将该节点移出拓扑。 而

针对业务节点与仅感测节点,CH 也会将其标识为故障节点,
并使用其它节点来更新拓扑。 其具体的容错算法流程图如

图 3 所示。
图 3 中,NK表示网络中的活动节点数量,NF为故障节点

数量,Nc代表故障存疑节点,需要进一步确认其状态;该容错

步骤主要是从广播消息与数据包(data packet,DP)这两方面

来进行 CH 判断,以此来检测节点组件故障和电源模块状

态,若节点发生故障,CH 则开始进入恢复阶段,其具体恢复

流程如图 4 所示[16] 。

4　 实验结果及分析

4.1　 实验设置

在本节实验中,使用 MATLAB 仿真软件对提出的 DFTA
算法进行验证,令所有传感器节点以分布式方式随机分布在

一个 300m×300m 正方形区域内,每个节点的最大传输距离

设定为 75m,其初始能量都为 10J,节点休眠阈值设置为初始

能量的 3%,CH 竞选阈值设为初始能量的 70%,所有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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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一轮容错流程图

图 4　 CH 级故障恢复

数据传输时间都规定为 300μs,网络内节点故障概率随机设

置,对节点数量 N={50,100,…,300}进行重复比较,并根据

CH 竞选模型将网络分成不同的簇,对实验方案独立执行 50
次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其仿真伪代码和参数表如下。

仿真伪代码:
1) 　 For random(k) do {随机使用不同的节点故障概率}
2) 　 For N= 50 to 300 step 50 do {从 50 到 300 个节点,每次递增 50}
3)H←randamnetwork(N);{构建随机网络}
4) 　 　 For A in DFTA do {运行 DFTA 算法}
5)S←A.InitPhaseTopo(K,H);{初始化网络拓扑}
6)TN←CalculateNodeAverageLifeTime( S);{计算节点的平均生存时

间}

7)　 　 Record PN;

8)　 　 For F= 1,N do{仿真运行}
9)　 　 　 Run time triget F nodes fault;{定时触发故障节点}
10) 　 　 If all live node connected
11) 　 　 　 Continue;
12) 　 　 Else
13)NF←F;Break;

14) 　 　 End For F= 1,N
15)　 　 Record TN;

16) 　 End For
17) 　 End For

　 　 表 1　 仿真参数表

参数 数值

网络范围(m2) 300×300

节点传输距离(m) 75

节点数量 N 50-300

每周期持续时间(μs) 909

初始能量 E0(J) 10

节点休眠阈值 Eth(J) 0. 3

节点感知距离(m) 10

信息数据包大小(bi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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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仿真结果及性能分析

4. 2. 1　 检测精度分析

为了验证 DFTA 算法在故障检测上的性能优势,使用故

障检出率和故障误检率作为故障检测精度的分析指标,其中

故障检出率=已检出的故障节点个数 /网络故障节点总数,
故障误检率 = 检测为故障的正常节点数 /网络正常节点总

数。 对 WSN 内节点分别在传感器故障、接收器故障和电池

故障情形下进行检测精度比较,并针对这三种故障设置不同

的节点故障率,按照实验设置每种实验方案独立执行 50 次,
取平均值为最终结果,其实验结果如图 5(a)和(b)所示。

图 5　 三种故障下的检测精度

由图 5(a)和(b)可知,DFTA 算法针对不同故障情形都

具有较高的故障检测精度。 当节点发生传感器故障,且网络

故障率低于 30%时,算法的故障检出率在 80%以上,误检率

在 3%以下,这是由于节点发生感知或发射器故障(统称传感

器故障)时,它不会传输任何感知信息给 CH,且无法与正常

邻居节点进行信息交互,故 CH 节点对此类故障有较高的检

测精度;当节点发生接收器故障,且网络故障率在 40%以上

时,故障检出率在 70%左右,误检率在 6%以下,检测精度良

好;当节点出现电池故障时,由于网络内节点初始能量是随

机设置的,仅通过节点本身发送休眠信息,CH 很难分辨出节

点是否已经达到休眠阈值进入休眠,所以在网络故障率同为

30%左右时,电池故障的检测率相比于传感器故障降低了

8%,又因为 CH 通过接收电池故障节点的邻居节点消息,可
判断出该节点的故障类型,故相同的网络故障率条件下,其
故障检出率还高于节点接收故障。 从整体的实验结果来看,
DFTA 算法对各种故障类型都具有很好的适应性,这对于本

文容错算法的实际应用提供了重要支撑。
4. 2. 2　 网络容错率分析

为验证故障节点数量对 DFTA 算法容错性能的影响程

度,将其与网络级联故障自愈算法(network cascade fault self-
healing,NCFSH)、故障冗余路由算法(failure redundant routing
algorithm,FRRA)和分布式异构聚类算法(distributed hetero-
geneous clustering algorithm,DHCA)进行比较,并且在每次实

验中,增加网络节点个数,其失效节点容错率比较图如图 6
所示。

图 6　 不同节点数量下的容错率

图 6 清楚的展示出了不论节点数量多少,DFTA 算法都

具有较其它三种算法更高的故障节点容忍率。 对于拥有 200
个节点的 WSN 而言,当网络中超过 37%、24%和 20%的部署

节点出现故障时,FRRA、NCFSH 和 DHCA 算法均不能维持

WSN 基本功能,而本文算法仍可进行正常感测工作,这是由

于所提算法是在 CH 级进行故障恢复,并在完成一轮恢复工

作后重新进行 CH 竞选,极大程度上保证了 CH 能够正常进

行恢复工作,使网络拥有高容错率。 而随着节点数量的增

加,DFTA 算法的容错率提升幅度最大,其性能方面远超其它

同类算法。
4. 2. 3　 能量消耗分析

图 7 展示了 DFTA、FRRA、NCFSH 和 DHCA 这四种算法

在节点数量一定时 WSN 内能量消耗情况,其中横轴代表传

输数据包次数,纵轴为网络内平均能量消耗。 从图中可以看

出这四种算法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DFTA 算法的能量消耗

—924—



率比 NCFSH 算法节省了 16%,比 DHCA 算法节省了 22%,也
比 FRRA 算法节省了 28%,这是因为本文的节点能耗仅针对

数据传输和数据接收,通信路径损耗也只是与距离的发射和

接收功率成正比的,再加上 CH 节点会移除网络中发生故障

的节点,减少了故障节点的能量消耗,并且增加节点休眠唤

醒机制,大大减小了 WSN 整体能量消耗,达到了预期结果。

图 7　 能量消耗比较图

4. 2. 4　 节点生存率分析

节点生存率是衡量容错算法适用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由
已部署节点总数减去被移除网络拓扑的节点个数比上节点

总数来表示。 本小节在节点数为 300 的网络规模下对每一

轮的存活节点数量进行仿真分析,并将其与 DHCA、FRRA 和

NCFSH 这三种算法进行比较,其实验结果如图 8 所示。

图 8　 节点生存率比较图

如图 8 所示,本文算法在平均节点生存率方面有较高优

势,其相较于 NCFSH 算法节点生存率提高了 13. 6%,比

DHCA 算法提高了 19. 5%,比 FRRA 算法提高了 20. 7%,这
主要是由于 DFTA 算法在每一轮都会重新竞选 CH,大大减

小了 CH 节点的能量消耗,并且将这种高能耗平均到了多个

节点上,再加上算法采用的节点能耗模型和路径损耗模型,
进一步降低了网络内能量消耗,从而延长了部署节点的生存

时间,表现出了良好的性能。

5　 结论

WSN 作为现代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容错能力

是提高其网络性能的有效方法,本文以网络故障管理中故障

容错能力为研究目标,提出了一种基于 WSN 的分布式容错

算法(DFTA)来检测和恢复节点硬件故障,并分别在节点级

和 CH 级执行检测和恢复。 DFTA 算法与 FRRA、NCFSH、
DHCA 算法相比,在节点故障检测上平均能够达到 80%左右

的精度,在网络容错率和能量消耗方面性能也均高于其它三

种算法,最后在节点生存率方面相较于其它三种算法分别提

高了 13. 6%、19. 5%、20. 7%,显示出了理想的故障容错能力。
在未来研究中,会侧重构造更多的传感器网络用以模拟

真实环境样本,评估软件故障对 WSN 的实际影响,在增加大

量数据包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合适的路由算法,降低通信开

销,并在 CH 节点上应用自配置机制来管理各个簇内网络,
最后能够延长 WSN 网络寿命和算法稳定性。

参考文献:
[1] 　 潘琢金,赵明月,罗振,杨华. 基于 RSSI 定位的 WSN 虫洞攻击

节点检测与仿真[J] . 计算机仿真,2019,36(1):387-391.
[2] 　 马雪芬. 基于反馈裁决机制的无线传感网节点失效自愈修复

[J] . 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2020,34(2):172-179.
[3] 　 Somaye Jafarali Jassbi,Elham Moridi. Fault Tolerance and Energy

Efficient Clustering Algorithm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FTEC
[J] . Wireless Personal Communications,2019,107(1):373-391.

[4] 　 G Chalhoub,H Tall,J Wang,et al. DFTR: dynamic fault-tolerant
routing protocol for convergecast WSNs[C]. IEEE 86th Vehicular
Technology Conference (VTC-Fall),2018:1-7.

[5] 　 Vinod Kumar Menaria,SCJain,ANagaraju. A fault tolerance based
route optimisation and data aggregation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enhance performance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J] . Int. J. of
Wireless and Mobile Computing,2018,14(2):123-137.

[6] 　 徐忠根,蒋琳. 无线传感器网络不相交多路径路由容错缠绕系

统设计[J] . 现代电子技术,2017,40(13):172-175.
[7] 　 Walaa Elsayed,Mohamed E lhoseny,Sahar Sabbeh,Alaa Riad. Self

-maintenance model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J] . Computers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2018,70:799-812.

[8] 　 王浩,武凌,周健. 考虑节点剩余电量及簇头间距的簇划分

WSN 容错分组[J] . 控制工程,2017,24(3):564-569.
[9] 　 马静雅. 基于能量感知的分布式网络容错 WSN 路由机制研究

[D]. 黑龙江大学,2019.
[10] 　 I Mosavvar and A Ghaffari. Data aggregation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using firefly algorithm [ J] . Wireless Pers. Commun.
2019,104(1):307-324.

(下转第 440 页)

—034—



荐算法[J] .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44(6):
862-868.

[26] 　 张凯辉,周志平,赵卫东. 结合 CFDP 与时间因子的协同过滤

推荐算法[J] .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20,56(15):80-85.
[27] 　 Koohi H,Kiani K. User based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using fuzzy C

-means[J] . Measurement,2016,91:134-139.
[28] 　 Verma S K,Mittal N,Agarwal B. Hybrid recommender system

based on fuzzy clustering and collaborative filtering[C]. Proceed-
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
nication. Technology. Allahabad,India:IEEE,2013:116-120.

[29] 　 韩亚运. 基于模糊 C 均值聚类的协同过滤推荐算法研究[D].
浙江工商大学,2017.

[30] 　 蒋宗礼,乔向梅. 基于差分隐私保护的模糊 C 均值聚类推荐

[J] . 计算机系统应用,2018,27(10):189-195.
[31] 　 郭路路. 基于稀疏数据的协同过滤推荐算法研究及实现[D].

重庆邮电大学,2019.

[作者简介]
王子茹(1997-),女(汉族),河北省石家庄市人,硕
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推荐算法,数据挖掘。

宋尚文(2000-),男(汉族),山西省临汾市人,华北

理工大学本科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推荐算法,数据

安全。

阎红灿(1968-),女(汉族),河北省保定市人,博士,教授,硕士研究

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推荐算法,Web 语义检索和知识发现(通讯

作者)。

■■■■■■■■■■■■■■■■■■■■■■■■■■■■■■■■■■■■■■■■■■■■■■■
(上接第 397 页)
[21]　 朱伯芳. 有限单元法原理与应用(第 2 版) [M]. 北京:水利

电力出版社,1979:510
[22] 　 EA de Souza Neto,Djordje Peric,David Owens. Computational

methods for plasticit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 M]. Singapore:
John Wiley & Sons Ltd,2008:305

[23]　 费康,张建伟. ABAQUS 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M]. 北京:中
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 394-403

[作者简介]
张亚军(1994-),男(汉族),安徽省蚌埠市人,硕士

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值仿真及应用。

莫思阳(1996-),女(汉族),海南省海口市人,硕士

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值仿真及应用。

张友良(1972-),男(汉族),湖北省武穴市人,教
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岩土数值计算及高性能精细模

拟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通讯作者)。

■■■■■■■■■■■■■■■■■■■■■■■■■■■■■■■■■■■■■■■■■■■■■■■
(上接第 430 页)
[11] 　 Hitesh Mohapatra,Amiya Kumar Rath. Fault tolerance in WSN

through PE-LEACH protocol[J] . IET Wireless Sensor Systems,
2019,9(6):358-365.

[12] 　 Saad M Darwish, Mohamed NEl - Dirini, Ibrahim AAbd El -

Moghith. An adaptive cellular automata scheme for diagnosis of
fault tolerance and connectivity preserving in wireless sensor net-
works[ J] . Alexandria Engineering Journal,2018,57( 4):4267
-4275.

[13] 　 刘思,张德干,刘晓欢,张婷,吴昊. 一种基于判定区域的

AODV 路由的自适应修复算法 [ J] .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2020,57(9): 1898-1910.

[14] 　 Vinod Kumar Menaria, S CJain,A Nagaraju. A fault tolerance
based route optimisation and data aggregation using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to enhance performance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J] . Int. J. of Wireless and Mobile Computing,2018,14(2),123
-137.

[15] 　 牛祺君,张永辉. 基于蜂群算法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层次路由

优化[J] . 计算机仿真,2018,35(12):229-232,420.
[16] 　 Kasilingam Rajeswari, Subbu Neduncheliyan. Genetic algorithm

based fault tolerant clustering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J] . IET
Communications,2017,11(12),1927-1932.

[作者简介]
刘　 洋(1996-),男(汉族),江苏省泰州市人,硕士

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无线传感器网络。

王　 军(1979-),男(汉族),江苏省苏州市人,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物联网技术

和光电测控技术。

吴云鹏(1997-),男(汉族),江苏省苏州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

究领域为信号采集与处理技术。

—044—


